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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万山区发展特色产业模式，
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产业链不断延
伸，奋力书写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农
民富足的乡村振兴壮美答卷。

高标准蔬菜大棚内，新栽种的菜苗
长势喜人；规模化香柚基地上，修剪后的
柚林更增“颜值”；500亩坝区里，游客的
笑声在油菜花海中吹拂，隐入群山中
……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正在续写更精
彩的万山故事。

产业兴在家门口，群众获得感成色
更足

四月的黄道乡百汇源大棚基地，异
地育苗、本地移栽的辣椒苗、黄瓜苗一天
比一天好看，浇灌后的菜苗洋溢着春的
气息。当最后一株菜苗移栽后，基地小
队长罗珍英长舒一口气。

“整地、栽种 50万株菜苗，春节过后
一天都没闲着。”村民们盘算着即将到手
的工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从露天种植到棚内栽种，十余年时
间里，罗珍英一直在基地务工，从一名种
植新手跻身小队长，工作从最初的单一
劳作变成基地管理、工人招聘、产品运输
等复杂工作，日工资也根据工作强度和
质量不断变化，60元、80元、100元、120
元……而这也意味着像罗珍英这样的 60

余名女性实现了家庭需要与个人价值的
有效结合。

“栽种的蔬菜从销往近郊到大湾区，
从自寻销路到订单种植，大家的干劲更
足了。”基地小队长罗珍英笑着说。

群众获得感的提升，兴产业、带就业
是关键。黄道乡10个村正在用乡村特色
产业书写强村富民的生动实践。在长坳
村，特色香柚种植、生猪养殖、有机肥生
产搭建生态循环产业格局；在黄溪村，村
干部和村民们带头发展生猪、肉牛养殖
产业，村集体底子更厚，村民腰包更鼓；
在田坪村、白屋场村 500亩坝区，稻油轮
作催生“美丽经济”……村村建养殖场，
户户栽香柚，村集体和村民都找到了增
收致富之路。

金果压枝头，生活甜如蜜。2024年，
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逾500万元，1088
户群众获分红资金43.94万元，群众的生
活如春天的繁花一样美。

和美建在心坎上，群众幸福感更可
持续

在黄道乡丹阳村瓦寨传统村落，集
中连片的青瓦木屋依山随势而筑，青石
板路隐没其中。

昔日凹凸不平的村庄小道变通途，
蕴藏民族特色、地域特点的风雨桥、吊脚

楼在锲而不舍的保护中愈显魅力，流经
村落的母亲河便水溪在“两清两改两治
理”中焕发生机，配备蓄水池、机耕道、主
施绿肥技术的高标准香柚园区散发着农
业现代化、科技化气息，与富有侗族风情
的村落相得益彰、交相辉映。

近年来，在守好粮食安全和不发生
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的基础上，黄道乡
立足资源禀赋，以建设特色小寨为抓手，
因地制宜、远谋近施，逐年选择一个村民
小组进行重点打造，打造一个个宜居、宜
业、宜乐、宜游村寨，建成传统村落型、农
耕文明型特色小寨2个，当下正着力打造
1个毗邻 500亩坝区的生态宜居型特色
小寨。

让人民群众在乡村生活得更方便、
更舒心、更美好，是黄道乡全体党员干部
的职责所在、使命所系。马黄村、锁溪
村、力坳村群众反映进出村道窄、错车不
方便；长坳村村民反映持续降雨致一路
段边坡垮塌，影响出行；田坪村村民反映
鼟锣文化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应加大
力度……争取资金修建错车道，组织多
方力量清淤保畅，传统节日、重大节日举
办系列鼟锣活动，一系列惠民、利民、便
民举措落地见效，一张张幸福的笑脸、一
个个奋斗的身影、一幅幅美丽的风景、一
年年增长的收入，书写黄道乡深入推进

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动人篇章。

保障落在民生里，群众安全感更有
保障

“新增14个公益性岗位，在家脱贫劳
动力又增加一份收入。”在黄道乡长坳
村，村干部杨见妹根据脱贫户居住位置
划定环境卫生分片包保区域，围绕岗位
职责、要求进行培训。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就近就业是民
生幸福的保障，开发公益性岗位是黄道
乡保障民生的关键之举。2025年，重点
向无法离乡、负担较重的低收入群众争
取150个公益性岗位，帮助部分群众拓宽
增收渠道，解决阶段性困难。

黄道乡不断增强“造血”能力，因地
制宜开展多元化技能培训、搭建多样化
就业平台、拓展多领域就业渠道，持续深
化政企合作的广度和宽度。近年来，该
乡借助具有一定规模的20余个产业基地
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培育出一批批
种植能手、养殖大户；乡强村富民公司和
村级集体经济合作社发挥在群众中的公
信力，持续向群众输送就业信息，集中输
送群众到基地务工，当好企业和群众之
间的“桥梁”，带动800余名群众实现家门
口就业，人均月增收至少1500元。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万山黄道乡：春山可望，幸福可期
肖凤娇 姜谢 杨雄

4月12日，梵净山西麓的薄雾还未
散尽，市融媒体中心、市传媒集团调研组
一行走进江口县德旺乡茶寨村林下淫羊
藿种植基地，看到500亩经过专业管护下
的淫羊藿如绿毯般映入眼帘，长势喜人。

近年来，茶寨村立足梵净山区域独
特的地理区位生态优势，依托“坡上万亩
园林林下经济、坝区千亩粮田稻油轮作”
资源优势，因地制宜着力打造“坡上茶
叶、坝区稻油、林下中药材”的“三位一
体”多元化产业发展体系。

“我们采取‘党支部+村集体合作社+
大户’发展模式，由具有种植技能的大户
负责专业管护，并及时和乡农服部门、县
农业农村局汇报对接，邀请高级农技师
队伍驻村强化农业技术指导。在保证药

材质量的同时，不断促进附近村民增收
致富。”德旺乡党委书记吴国彪告诉记
者，截至目前，基地发放务工工资 90万
元，带动当地群众200余人在家门口稳定
就业增收。基地今年产值预计160万元，
带动村集体增收50万元。

依托梵净山区域独特的地理生态优
势，通过规范种植管护，林下淫羊藿长势
很好。“我们种植的箭叶二号，据第三方
权威机构检测，总黄酮醇苷含量较高，高
出了国家药典的六至七倍，这就是咱们
的‘绿色黄金’。”基地负责人杨夜林表
示，接下来将继续扩大面积，持续用心管
护，提高产量，提升效益，带动更多老百
姓在家门口增收。

作为德旺乡林下经济的核心产区，

茶寨村的实践是全乡产业布局的缩影。
近年来，德旺乡以推进强村富民行动为
抓手，因地制宜发展林下淫羊藿种植产
业，促农稳定增收。截至目前，全乡种植
林下淫羊藿1850亩，通过统一技术标准、
精细管护提升效益，带动1000余名群众
务工增收370万元，预计今年全乡淫羊藿
产值可达 800万元。“我们既激活了林地
的生态红利，也让群众在产业发展中稳
定增收。”吴国彪说道。

在电商直播基地，年轻主播们正调
试设备，准备向网友推介“梵净山淫羊
藿”“茶寨贡米”等特色农产品。按照规
划，茶寨村依托“坡上茶叶、坝区稻油、林
下中药材”的多元化产业体系，推广“大
小季稻油轮作”模式，确保耕地满插满

栽，同时借助电商平台拓宽销售渠道，让
手机成为“新农具”、数据成为“新农资”。

站在坝区农田旁，吴国彪说：“我们
不搞粗放式开发，而是通过科学管护和
技术赋能，让每亩林地发挥最大效益。”
杨夜林透露，基地打算筹建中药材深加
工厂，计划引进黄酮提取生产线，推动产
业向深加工延伸，进一步提升附加值。

从荒坡到高效林地，从传统种植到
标准化管护，茶寨村的变化折射出山区
产业振兴的新路径。这里没有大规模开
山毁林，而是在林下构建起“生态+经济”
的立体种植体系，既保护了梵净山的生
态环境，又为群众开辟了增收渠道。只
要用心管护、科学发展，林下的每株药材
都能成为致富的“金叶子”。

江口县茶寨村

让每株药材都成为致富的“金叶子”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毛逸飞

4 月 11 日，碧江区铜兴
街道柑子冲村种菜高手余
志全在小溪边洗菜时高兴
地说：“我种了10多亩蔬菜，
其中有好几亩是朋友无偿
给我种的。”

该村还将新开垦的数
百亩撂荒地无偿提供给种
植大户、种菜高手种植。既
盘活了土地，又增加了村民
的收入。

特约记者 蒲召福 摄

近年来，玉屏侗族自治县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积极引导
各类社会主体发展托育服务，
努力扩大托育服务供给，提升
托育服务质量，满足群众托育
服务需求。

走进位于玉屏自治县现
代城的樱桃启蒙托育中心，园
长舒友菊正忙着更换一周食
谱的菜单，为方便家长及时了
解幼儿每周的营养摄入情况，
菜单还贴心地采用了照片彩
打的方式进行张贴。

舒友菊介绍，为了让小朋友
吃得更健康，该园根据2~3岁的
育龄段编排食谱，并且一周一
换，确保小朋友的营养均衡。

托育中心宽敞明亮、充满
童趣的室内环境格外吸引人，
教学娱乐场所各类教具整齐摆
放，幼儿叠叠乐、积木、手拍鼓、
书籍等各种教具应有尽有；厨
房里，工作人员正在收拾准备
幼儿们的早餐。在乳儿班，保
育员正在照顾小朋友扶走、爬
行；在托大班，有的保育员在跟
幼儿们一起做互动游戏，有的
保育员正在给幼儿们分装早
餐，现场欢乐而温馨。随后，幼
儿们便在保育员的组织下一起
开始做操运动，大家在一起玩
得开心，乐在其中。

樱桃启蒙托育中心设托
大班、托小班、乳儿班，现有4
个班级 40余名托育幼儿，提
供全日托、半日托等多种服
务，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的贴心服务满足了不同家
庭的需求。

走进位于玉屏自治县田坪镇的启迪早教托育中
心，一楼的游乐设施干净整洁、色彩鲜艳，温馨且富有
童趣的环境布置令人眼前一亮。

正值午休结束，幼儿们在吃完水果后便与保育员
一起做起了互动游戏，单脚跳、双脚跳……通过游戏
不仅锻炼了幼儿们的身体素质，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了
友好相处。

托育中心保育员陈美说：“作为乡镇的托育机构，
我们园为了给家长提供更灵活的托育时间，特意制定
了托育的时间最早为7点入园，最晚为18点离园。这
样更方便家长上班、就业、务工等。”

玉屏自治县通过建立完善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
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标准规范体系和服务供给体
系，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积极性，多形式开展婴幼儿照
护服务，逐步满足人民群众婴幼儿照护服务需求。目
前，全县共有托育机构11所，可提供托位数61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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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本报讯（石乔清 杨冰玲） 近日，松
桃苗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组织党员医务
人员组成送检下乡服务队，走进长坪乡
开展“两癌”筛查活动，将免费筛查服务
送到了村民家门口，为农村妇女健康撑

起了保护伞。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耐心地接待每

一位前来检查的妇女，在检查的同时还
针对性地详细讲解“两癌”预防知识、女
性健康知识，耐心解答每位妇女的各种
疑问，强调日常生活中个人卫生的重要
性，鼓励大家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针对
常见病、多发病进行健康宣教，提高群众
的健康知识和自我保健能力；筛查结束

后，医务人员还将检查结果“一对一”反
馈给群众，帮助她们及时了解自身健康
状况，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与建议，对需
要进一步检查或治疗的群众，提供转诊
建议及指导；真正实现了从“筛查”到“预
防”的闭环管理，进一步提高“两癌”的早
诊早治率。

“两癌”即宫颈癌和乳腺癌，是威胁
女性健康的重大危害因素，近年来发病

率有不断上升和年轻化的趋势。通过
“两癌”筛查活动的开展，大大提高了适
龄妇女的自我保健意识，促进了妇女身
心健康，同时也让惠民政策真正落到了
实处，惠及到每一位符合条件的妇女同
志，得到了群众一致好评。

活动当天，共接诊群众 70余人，累
计发放宣传材料70余份。

我为群众办实事

松桃开展“两癌筛查”下乡活动

在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一场由科技引领的山
地农业机械化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北斗监测终端这个

“千里眼”，被广泛地安装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
机上，对提升该县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农业生产效
率和质量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铁牛耕地”到“智牛
云耕”正加速改变当地的农业现代化水平。

在印江江陵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眼下停机台上一
排排整装待发的农机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其中尤为引
人注目的是刚从春耕一线陆续返回的拖拉机和联合
收割机，它们的驾驶室内，被加装上了一个小巧的北
斗监测终端，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设备，却成了合作
社管理员帅兴邦眼中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帅兴邦说：“自从有了这个监测终端，我们对机手
外出的作业质量、作业面积都能实现精准的服务跟
踪。这不仅提高了合作社的管理效率，也让我们能更
好地服务农户，确保每一块田地都能得到科学、高效
的耕作。”

北斗监测终端的引入，不仅让江陵农事综合服务
中心的管理变得更加智能化，也让机手们的作业行为
得到了规范。有了北斗监测终端的“火眼金睛”，机手
们的作业行为被全程记录，任何细微的偏差都能被准
确捕捉。这不仅保障了作业质量，也提高了农户对农
机服务的满意度。

今年，该县农机中心在全县范围内大力推广北斗
监测终端的安装工作，目前已有 41台拖拉机和联合
收割机完成了安装。这一举措不仅让农机作业变得
更加透明、可追溯，也为兑现社会化服务补助资金提
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持。“有了北斗监测终端的数据支
撑，我们对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的监管就能更加精
准。”农机中心主任任斌说。

近年来，该县积极探索科技赋能农业的新路径，
通过引入智能化设备、推广先进农业技术等方式，不
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而在这场变革中，农机
合作社作为连接农户与现代农业技术的桥梁，发挥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印江

加装“千里眼” 掌中种良田
田林 邹雪庆 特约记者 王东 文/图


